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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乡村产业“牛”共富前程“亮”
文/本报融媒体记者 郭文剑 侯国胜 高会鹏 图/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夏秋之交，柘城县岗王乡韦堤口
村，一座被周边二层小楼簇拥的低矮
的农家小院。76年前，陈毅、邓小平带
领我中原野战军就是在这里临时驻扎
3天，成立临时前方指挥部，继而挥师
东进，与我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被誉
为“为新中国奠基”“小推车推出新政
权”的摧枯拉朽、气壮山河的淮海战役
大决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年，这座默
默矗立的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旧址
纪念馆见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传奇。商丘日报“壮
丽 75年·奋斗史诗 复兴伟力”主题报
道柘城采访组就从这里走起，沉浸式感
受革命故地步入新时代新征程的变化，
行进式体验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后乡
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的图景。

牛产业“膘肥体壮”

“生了，生了，一头母的。”8月 1日
上午，采访组一行刚到惠济乡莲旺牧
业，就听到技术人员给场里统计员白
伟波报告消息。

陪同采访的白伟波介绍，夏天，场
里平均白天生产 10头小牛，夜里生产
10 头小牛，每个月增添约 600 头小
牛。冬天少一些，整体上，每年平均要
生产 5000头左右。一茬接一茬出栏，
全场每年平均出栏8000头左右。

母牛存栏超万头的莲旺牧业，是全
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肉牛母牛繁育基地。

“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这句俗
语说的就是养殖业价格不稳定，容易
出现“鬼行情”，但以莲旺牧业、万犇牧
业为龙头的柘城肉牛养殖业却做到了
该大赚的时候赚得到，别的地方不赚
钱的时候能“小赚”。

“我们场的牛犊成活率高于全国
行业平均值 30%多，从小牛到牛皮，产
业链条很完善，投入产出比始终高于
同行业，每头牛今年还能保障有 1000
元左右利润。”柘城莲旺养殖场技术负
责人刘文明信心十足，“现在，肉牛价
格十二三元一斤，到底了。明年应该
十七八元一斤，那才赚钱呢！”

同样是万头养殖规模的万犇牧业
坐落于惠济乡毗邻的慈圣镇。

走进万犇牧业标准化的养牛场，
只见一排排牛舍整齐划一，一台台大
风扇飞速旋转，一条条养殖线干净整
洁，一头头小牛欢蹦乱跳，一头头肉牛
膘肥体壮。工作人员忙着给牛添草、

喂料、加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慈圣镇党委书记张琦祥对镇里大

大小小养殖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谈
起来如数家珍：“我们镇成立了由我任
组长的养牛大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推动实施‘1690’工程。其目的在于培
育1个万头养牛场和6个千头养牛场，
白庄、大韩、雷屯等 9个百头以上养牛
专业村，实现自然村没有规模以上养
牛户的清零，全镇养牛产业全覆盖，让
老百姓通过养牛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024年4月，慈圣镇被农村农业部
授予“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目前，慈
圣镇辣椒种植面积、大蒜种植面积、冷
库库容量、椒蒜交易量、肉牛存栏量等
长期保持柘城第一位次，而且该镇还是
柘城皮革加工业第一镇，为全县走实共
富道路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牛产业“膘肥体壮”。2022 年、
2023年连续被评为“河南省养牛大县
培育县”的柘城县，培育有莲旺牧业、
万犇牧业、柘牛农牧、韵德牧业等大型
肉牛繁育养殖基地十余家，全县肉牛
存栏量达 12 万头，规模养殖占比达
88.6%。在注重提升肉牛繁育水平的
同时，他们又引进了浙江嘉豫食品。
该公司在柘城投产的项目设计年屠宰
肉牛 5万头、羊 10万只，产值 30亿元，
填补了柘城县在肉牛产业屠宰端、加
工端的空白。

小车间托稳就业“大饭碗”

在马集乡闫庙村这个不起眼的小
村里，却“藏”着一门大生意。

你说，就仅仅生产一个小小的酒
瓶盖，一年能卖多少钱？说来你也许
不信——1个亿！

这个叫永信包装的帮扶车间，门头
略显残破，展柜里的样品也寥寥无几。

“不要小看这厂，它可是河南最大的酒
瓶盖生产企业。”通过柘城县委宣传部
的同志介绍，可见老板闫宁的低调。

白圆领小T恤，光脚穿着黑布鞋，
闫宁还把自己定位为农民。他说：“一
人富咋能算富？大伙富了才算富。咱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得带着咱老少爷
们致富！”

要致富得有产量和销路。闫宁介
绍，厂里全部是订单生产，洋河、古井
等国内龙头酒厂的订单一下就是几千
万个。可以说，一两百人全年无休，就
是在疫情期间，也没耽误一天。

78岁的闫文秀老两口就住在帮扶

车间旁边，闲着没事就想到厂里干
活。闫宁就安排两人做把三个一组的
瓶盖帽拆成单个的轻活。“俺两口一个
月能挣4000多块钱，想吃啥买啥，好嘞
很！”闫文秀的老伴陈大妈高兴地说。

无独有偶。已创成“五星”支部的
牛城乡单桥村党支部书记单永亮，引
领大伙共同创业就业，让希望的种子
在乡村生根发芽。

单桥村以党建引领、支部领办、群
众入股等形式，创办单桥共富家园合
作社，动员全村 240 多户村民以土地
或资金形式入股，流转土地 230 多亩
发展特色种植。

“我以责任田入股，天天来这儿干
活，除了工资、岗位补贴，还有入股分
红，一年下来能收入两三万元。”脱贫
户单灯江幸福感满满。

单桥村还利用闲置车间筑巢引
凤，邀请本村在外创业能人返乡创建
海狮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和英国达
能集团合作，主要生产溶豆等婴幼食
品，产品供不应求。在这个过程中，单
桥村又通过村民入股的形式新建了一
个帮扶车间。

“1000元一股，每户最多 20股，目
的就是防止一家独大，让大家都入股，
一块干，一块致富。”单永亮说。据了
解，柘城县乡村帮扶车间的产品涵盖
了文化旅游、农业观光、特色种养、箱
包、雨具、服装、鞋袜、毛绒玩具、清洁
用品等多个门类，2023年安排就业近
8000人，人均年收入约 3万元。通过
帮扶车间到村到户，推动了农村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规模种植“辣又甜”

柘城三樱椒，果实才有二寸长，却
拉长了产业链条，带领村民迈上产业
兴旺的康庄大道：

——柘城耕地面积 106 万亩，辣
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40万亩，年产
干椒 12 万吨，20 万人忙碌在产业链
上，10万余名群众通过辣椒实现脱贫
致富。

——在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
集活动”中，“辣椒全产业链聚集促进
产业振兴——河南省柘城县案例”位
列其中。

小辣椒，大产业。近年来，柘城坚
持“规模做大、加工做深、物流做活、文
旅做亮、产业做强、乡村做美”的总体
思路，全县域布局、全链条培育、全要

素保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奏响火“辣”产业“椒”响曲。

作为全国最大的干辣椒交易集
散地，全县2万多名辣椒经纪人活
跃在全国各地。如今，柘城辣椒
大市场年交易量达70万吨，年
交易额突破百亿元，产品出口
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辣椒种植是柘城普惠
型的产业，几乎家家受
益。作为全村一体化种植
的独特案例，岗王镇韦堤
口村跃国绿色农业生态园
的发展模式恰恰又是它的
有益补充。

虽是盛夏酷暑，但跃国绿
色农业生态园内却颇有荫凉。
葡萄架凉棚遮阳蔽日，枣树、桃
树、梨树等种类繁多的果树以林荫
小路串联在一起，链接成一座乡村游
园，村民们正在这里忙着将苹果、桃子、
梨子装箱。

“尝尝，这是苏脆一号梨，甜、脆、
无渣，郑州、开封的游客都是到这里一
棵树一棵树的包收，抢手得很！”韦堤
口村党支部书记曹秀勇笑着说，该村
1080亩土地以“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全部流转到了跃国绿色农业
生态园。村民除参与分红外，还可在
此就业。

“人人有活干，户户有收入。这比
一家一户单纯地种地收入要好得多。”
曹秀勇说，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农业+
文旅+研学”综合性农业观光研学基
地，让全村更多的人参与到餐饮、运
输、果品深加工等环节上来，把日子过
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甜蜜。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柘城县作为
“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单位”，立足自身独
有优势，大力发展肉牛养殖、辣椒种植
等特色产业，依托帮扶车间壮大村集体
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
多业并进、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说一千，道一万，抓住根本是
关键。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和长
久之策。

在农村发展产业，要适合
乡情村情，顺应民心民意。即
便再高大上的产业，群众不想
参与或者学不会、弄不懂，也
无法参与。

柘城的产业发展之路为什么
越走越宽？关键是在定产业的时
候，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自
然条件、土地资源和传统农业基

础，选择辣椒和种牛作为重点突
破产业。政府加强引导，制定发
展规划，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和受
益者。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
民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

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自然
地理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
经济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
将传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的动力，更好地激发当地农民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打造
出具有特色和活力的美丽乡村，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
好愿景。

◀慈圣镇现代化
肉牛养殖场。

▶马集乡闫庙村
村民在村头的瓶盖包
装车间作业。

惠济乡莲旺牧业现代化肉牛良种繁育场惠济乡莲旺牧业现代化肉牛良种繁育场。。

韦堤口村绿色农业生韦堤口村绿色农业生
态园内瓜果飘香态园内瓜果飘香。。 慈圣镇张桥村军荣服饰加工车慈圣镇张桥村军荣服饰加工车

间内工人正在赶制出口订单间内工人正在赶制出口订单。。

推 动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